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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功能评价及其在水土保持区划中的应用 

王向峰 

靖边县水土保持工作站，陕西 榆林 718500 

 

[摘要]我国作为全球水土流失问题突出的国家，正面临着关键性任务，即全面保护水土资源、实施国土整治，以确保生态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文中旨在深入研究水土保持功能评价及其在水土保持区划中的应用，以揭示其在我国水土保持事业中的关

键作用。通过对水土保持区划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探讨，将为水土流失问题的防控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供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同时，这也将有助于全球范围内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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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untry with prominent global soil erosion problems, China is facing a crucial task, which is to comprehensively 

protect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implement land improvement, and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unc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rea, in order to reveal their key role in Chine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ause. By explor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rea, important ideas and methods will be provided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oil 

erosion issu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will also help countries facing similar challenges 

worldwide to seek feasible solution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use of land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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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土地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

题，威胁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这一背景下，

水土保持区划成为应对挑战的关键策略之一。 

水土保持区划的核心任务是通过科学的评估和规划，

合理划定不同区域的保护与利用区域，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破坏。通过水土保持功能评价，可以

确定不同地区的水土保持需求，为国土整治和生态环境保

护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和指导。此外，水土保持区划也需要

考虑到生态环境保护、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农村经济发展

等多重因素的平衡，以实现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 水土保持功能 

1.1 水土保持功能的概念 

水土保持功能的概念背后蕴含着对自然环境与人类

活动之间微妙平衡的关注。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然而，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和管理常常导致了水土流

失、土地侵蚀、生态系统破坏等问题，给可持续发展带来

了威胁。因此，水土保持功能的核心目标是在确保土地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

负面影响。 

实现水土保持功能涉及多方面的努力。首先，需要进

行科学的土地规划，根据地形、土壤类型、气候条件等因

素，合理确定土地的不同用途，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水土流

失的风险。其次，生态系统的保护至关重要，包括保护自

然植被、野生动植物和水域生态系统，以维护生态平衡和

生态多样性。另外，有效的水资源管理也是实现水土保持

功能的关键，确保水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减少洪水和干旱

对土地的损害。 

水土保持功能的理念在面对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

等新挑战时变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土地资源管理的基础，

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通过深入理解和实践水土保持

功能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确保资源的

可持续供应，并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一

概念的实践需要各级政府、学术界、农民和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以实现土地与人类的和谐共生。 

1.2 水土保持基础功能确定原则 

1.2.1 水土保持直接相关原则 

水土保持直接相关原则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以保护土

壤和水资源，减少水土流失以及降低环境破坏的程度。这

些原则的有效实施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和土地资源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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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首先，植被覆盖原则强调了植被在

水土保持中的关键作用。通过积极种植和保护植被，不仅

可以减少水土流失，还能够提高土壤的保持能力
[1]
。植被

的根系有助于稳定土壤，减少土壤侵蚀的风险，并通过吸

收雨水来降低水面径流速度，从而有助于防止洪水。其次，

坡地管理原则是针对陡坡地区的重要策略。通过采取措施

来减缓坡度，降低水流速度，可以有效减少土壤侵蚀。这

包括建立梯田、种植植被、设置护坡措施等方法，以保护

坡地上的土壤免受侵蚀的危害。最后，水资源管理原则强

调了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的必要性。通过合理规划和管理

水库、水塘和水道，可以有效地应对洪水和干旱等极端气

象事件，降低其对土地造成的损害。这一原则也有助于确

保水资源的长期供应，满足农业、工业和城市用水的需求。 

1.2.2 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是水土保持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原则，

它呼吁在水土保持方案中综合考虑自然和人文因素，以实

现全面性的目标，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

的保护。 

首先，生态系统保护原则强调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和稳定性。这包括保护自然植被和野生动植物，以维护生

态平衡。通过保护和恢复自然植被，我们可以提供野生动

植物的栖息地，促进物种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并防止生态系统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其次，土地利用规划

原则要求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以考虑土地的可持续性

和多功能性。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应与水土保持需

求相匹配。例如，在山区地区，可以制定规划，将陡坡地区

保留为自然保护区，同时在平坡地区进行农业活动，以确保

土地的多功能利用，同时实施适当的水土保持措施。 

全面性原则的实施需要跨部门协作和综合性的土地

管理策略
[2]
。它有助于平衡不同的土地利用需求，同时确

保水土保持的全面性目标得以实现。通过综合考虑生态系

统的保护和土地利用规划，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土地资源，

促进可持续发展，确保未来世代也能够享受到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健康的生态环境。 

1.3 水土保持功能类型 

水土保持功能的多样性和适应性对于不同地区和生

态系统的土地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至关重要。这些功能类

型包括护坡保土、水源涵养、防洪减灾和生态环境维护。

护坡保土功能适用于陡坡地区，通过种植植被和挡土墙等

措施，旨在稳定土壤，减少坡面水流速度，防止水土流失。

水源涵养功能主要用于山区和丘陵地带，通过保护水源区

域和自然植被，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供应。防洪减灾功能

在低洼地区发挥作用，通过河道疏浚和堤坝建设等方式，

降低洪水对农田和居民的危害。而生态环境维护功能则专

注于自然保护区和生态脆弱区域，通过保护野生动植物和

自然景观，以维护生态平衡
[3]
。这些功能不是孤立的，而

是可以根据具体地区的需求相互结合，为土地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多样化的工具和策略。通

过综合考虑这些功能，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水土保持的目

标，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并促进生态系统的健康和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当前国内水土保持区划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2.1 现状区划已无法适应新时代下的水土保持要求 

现状区划在应对新时代下的水土保持要求方面确实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随着社会和环境的快速变化，我们必

须审视并不断改进这些区划方法，以确保水土保持工作能

够适应新的挑战和需求。 

首先，传统的水土保持区划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气候

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更为频繁，如暴

雨、干旱和风暴，这对土地资源造成了更大的压力。现有

的区划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些变化，导致无法有效应对

水土保持的新挑战。因此，需要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水土

保持区划，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其次，现状区划可能较

为静态，未来不足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土地利用需求。城市

化加速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使得土地的用途不断发生

变化。传统区划可能无法灵活应对这些变化，导致土地资

源的浪费或不合理利用。因此，需要更加动态的水土保持

区划方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更新，以确保土

地资源的最佳利用。 

总之，水土保持区划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以适应新

时代下的挑战和需求。这包括考虑气候变化、更加动态的

规划方法以及跨部门的协作，以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我们才能更好

地应对水土保持的挑战，确保土地的可持续发展。 

2.2 关于区划研究并不深入 

对水土保持区划研究的不足确实影响了我国的土地

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需要更多

的深入、科学和综合性的研究来支持水土保持工作。以下

是一些关键问题：首先，现有的区划研究可能缺乏科学性

和准确性。水土保持区划需要基于充分的科学数据和地理

信息，以确保规划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缺乏准确的数据和

科学依据可能导致区划方案的不合理性和不实用性。其次，

水土保持区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融合度不够。这两者

之间的协调和整合至关重要，以确保土地资源的最佳利用

和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实施。现状下，缺乏深入的区划研

究可能导致区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和冲

突。另外，区划研究需要更多跨学科的探索。水土保持工

作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包括地理信息系统、气象学、生

态学、土壤科学等。因此，深入的区划研究需要整合这些

不同领域的知识，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水土保持问题。 

3 水土保持功效评估及其在国家水土保持区划

中的运用 

3.1 分区布局 

分区布局在水土保持区划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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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科学合理的区划计划提供了基础和指导。以下是关于分

区布局的一些关键方面：首先，分区布局需要综合考虑多

种因素。这包括地形特征，如山地、平原、丘陵等；降雨

情况，不同地区的降雨量和分布不同；土壤类型，不同土

壤的保持能力各异；植被覆盖，植被在土地保持中的作用

至关重要。通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可以将土地划分为不

同的区域，以满足各自的水土保持需求。其次，水土保持

功效评估为分区布局提供了关键的数据支持。通过采集和

分析地理信息、土壤样本、降雨数据等信息，可以更准确

地评估不同地区的水土保持状况和潜在问题。这些数据有

助于确定哪些区域需要更严格的保护措施，哪些区域可以

更灵活地进行土地利用。此外，分区布局还应充分考虑生

态环境的保护需求。一些地区可能具有重要的生态系统功

能，需要特别关注和保护。水土保持功效评估可以帮助确

定这些关键生态区域，确保它们得到合适的保护。 

3.2 项目布局 

项目布局是水土保持区划的重要环节，它需要根据水

土保持功效评估的结果来规划和安排具体的项目，以满足

不同地区的保护需求。以下是项目布局的一些关键方面：

首先，水土保持功效评估为项目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评

估的数据和分析结果可以揭示不同地区的水土保持问题

和潜在风险。根据这些信息，可以明确确定需要实施的具

体项目类型。例如，在陡坡地区可能需要护坡工程，而在

水源涵养区可能需要植被恢复项目。评估确保项目的选择

是有针对性的，能够最有效地解决问题
[4]
。其次，项目布

局应充分考虑地方特色和生态系统需求。不同地区的生态

环境和土地利用特点各不相同，因此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应

根据这些差异进行调整。例如，在自然保护区可能需要更

加注重生态环境维护的项目，以保护珍稀濒危物种。评估

有助于确保项目不仅能够实现水土保持的效益，还能够保

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另外，项目布局还需要综合考虑资

源分配和投入产出比。评估结果可以帮助确定哪些地区需

要更多的投入，以确保水土保持工作的优先级得到合理排

序。此外，还可以评估项目的投资回报率，确保资源的有

效利用。 

3.3 生态环境保持功能与水土流失的防控系统 

生态环境保持功能与水土流失的防控系统是一个重

要的战略性举措，旨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与水土保持的需

求，实现可持续土地管理。以下是关于这一系统的一些关

键方面：首先，水土保持功效评估可帮助确定生态系统保

护的重要性。通过评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和生态功能，

可以明确了解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土地利用方式对其

的影响。这有助于决策者和规划者更好地认识到生态系统

的价值，从而将生态保护纳入水土保持战略的核心。其次，

水土保持功效评估可以帮助确定适合的生态恢复和保护

措施。在一些地区，特定的生态环境保持措施，如植被恢

复、湿地保护等，既可以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又可以

减少水土流失。评估结果有助于确定哪些生态保护项目对

于特定地区最为重要和有效。另外，综合性的防控系统需

要协调各种资源和部门的合作。水土保持功效评估为决策

者提供了有关资源分配和投入产出比的信息，有助于更好

地协调各个部门的合作，确保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协

同推进。 

3.4 我国生态环境保持区划与土壤侵蚀重点治理区

域的关系 

我国生态环境保持区划与土壤侵蚀重点治理区域之

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水土保持功效评估在这方面发挥了关

键作用。以下是关于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些关键方面：首先，

水土保持功效评估有助于识别土壤侵蚀的风险和问题。通

过评估土地的水土保持状况、地形特征、植被覆盖等因素，

可以确定哪些地区容易受到土壤侵蚀的威胁。这些信息对

于确定土壤侵蚀重点治理区域至关重要。其次，水土保持

功效评估可以指导土壤侵蚀重点治理措施的制定。在评估

的基础上，可以明确土壤侵蚀风险较高的地区，进一步制

定相关的治理方案，包括植被恢复、水源涵养、防护林建

设等。这些措施旨在减轻土壤侵蚀的影响，提高土地的抗

侵蚀能力。另外，水土保持功效评估也有助于协调土壤侵

蚀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土壤

侵蚀问题可能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相冲突，需要在二者

之间寻找平衡。评估可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这些冲突，

并提供科学依据来协调不同领域的工作。 

4 结语 

水土保持区划是维护生态平衡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基础。我国作为世界上水土流失问题严重的国家，正

面临着保护土地资源、实现国土整治的迫切任务。水土保

持不仅关系到当前土地环境的安全，还涉及到我国未来经

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深入研究和应用水土保持功能评

估，不仅有助于解决水土流失问题，还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了科学依据。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强水土保持领域的研

究和实践，为我国的土地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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